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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命咏叹调》是孙颖教授临终前尚未出版的遗作。
书中记载了一段坎坷、沧桑、激昂而丰富的生活，承载了令人敬仰和值得追忆的生命。
受孙颖教授夫人秦老师委托为该书作序。
读完秦老师送来的样书，我心中感到沉甸甸的。
我想我的笔墨难当此序，无以充分地表达我个人，乃至更多的人对孙颖教授真挚的敬仰和深深的怀念
。
    我想一所大学值得骄傲的是拥有大师般的学者；一个生命值得赞扬的是其无尽的追求与奉献的精神
；一份信念值得颂扬的是懂得用一生的时间和代价去守望。
孙颖教授无愧为北京舞蹈学院永远为之骄傲的大师，一位用生命谱写舞蹈赞歌的学者。
    任何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辉煌也必然伴随着挫败，历史也常常无法按照预想的道路前行。
一个伟大的民族正是能够在经历历史的屈辱和挫败中超越和自省，从而获得尊严、升华与强盛。
时代的潮汐，政治的清浊，一个人的个体，无不在此中沉荡，个人的境遇离不开时代的轨迹。
人生常常是不圆满的。
多变的时代，使现实与理想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带来一些无奈。
但是，生命的力量和崇高正是在于能够与难同在、与国同生。
人生不过百年，又有几个20年？
孙颖教授对北大荒的生活叙述，我在其苦难和沧桑的生活背后，读到的是孙颖教授对苦难持有的乐观
，对人格尊严的驻守，对艺术和理想的不舍弃。
生命的顽强并不在于能够承受苦难，其伟大在于能够在苦难过后谱写新的生命。
孙颖教授在60岁后再次起航，开始汉唐古典舞教学、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
在短短的10年间，孙颖教授就完成了多部学术著作的写作，课程和教材的建设，经典剧目的创作。
孙颖教授的作品，舞蹈语汇和文字不仅激荡着生命的激情和艺术的活力，而且彰显着严谨、深刻的学
理思考，使我们无不为之感动和敬仰。
孙颖教授的艺术追求，让我们体悟到的不仅仅是舞蹈本身的价值，还感受到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
厚的情感与责任。
    孙颖教授曾在与一位学人的对话中说：“我这几十年反复思考如何把中国几千年文化中最优秀的东
西，把它集中起来，作为古典舞的神，作为古典舞的魂。
在我们这个行业中不说话，就是靠身体的各种形态、流动、表情，哪怕是九牛一毛总是在弘扬我们民
族的东西，争取把中国几千年的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想法装进去，因此是个
创造！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孙颖教授一直强调要在中国历史的传统中去开辟中国的民族舞
蹈之路，在中华的民族文化母体中去铸造属于我们也必然属于世界的舞蹈艺术，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位
从事中国舞蹈事业的后人需要深思的问题。
    天地有大爱才有大美。
孙颖教授在他论著的最后谈到：“创作生命价值，全在于爱。
爱是处乱世而不惊，面对危难而不畏缩的动力⋯⋯生不止步，死不放弃，顺不头脑发昏，逆不自暴自
弃，有大爱在心，就不愁沟沟坎坎过不去。
”这几句话是本书的结尾，也是孙颖教授对其自身生命的咏叹。
大爱不为虚空，不争朝夕，不会因岁月蹉跎而改变，只在乎持久的永恒和无私的给予。
大爱是无边的，让我们用大爱之心去延续和承担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感，用大爱之心去追求
舞蹈事业，用大爱谱写舞蹈人永恒的生命。
    北京舞蹈学院    李续    2010年6月29日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命的咏叹调>>

内容概要

孙颖先生原籍河北省博野县，1949年从事新文艺工作，曾受过严格的音乐、形体和戏剧表演训练，先
后在话剧《不拿枪的敌人》、《不是蝉》，歌剧《赤叶河》、《复仇》等剧中担任主要角色。

《生命咏叹调》(作者邓佑玲)是孙颖教授临终前尚未出版的遗作。
书中记载了一段坎坷、沧桑、激昂而丰富的生活，承载了令人敬仰和值得追忆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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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颖，原籍河北省博野县，1949年从事新文艺工作，曾受过严格的音乐、形体和戏剧表演训练，先后
在话剧《不拿枪的敌人》、《不是蝉》，歌剧《赤叶河》、《复仇》等剧中担任主要角色。
1951年起他从事专业舞蹈工作，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毕业后，留校研究中国古典舞。
1954年毕业于文化部北京舞蹈学校舞蹈教员训练班，后担任北京舞蹈学校中国古典舞教研组副组长。
1957年被错误地定为“右派”，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长达21年。
在此期间，他以非凡的毅力通读了《史记》、《二十四史》等史书，积累了丰厚的历史资料，为研究
中国古典舞和开创中国汉唐古典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7年，他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了大型舞剧《铜雀伎》，受到舞蹈界的高度关注和一致赞誉。
1998年6月，孙颖先生创作的舞蹈《踏歌》（并作曲）荣获首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享誉全国。
2001年，他在北京舞蹈学院以70多岁的高龄创立了中国汉唐古典舞教研室并招收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
，并在重庆大学和天津音乐学院建立了汉唐舞蹈系，培养学生数百人。
2005年孙颖先生的评论文章《说古论今》荣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
2006年孙颖先生荣获了北京教育委员会授予的“北京高等学校名师奖”。
并将自己悉心研究和亲身实践了一辈子的经验和成果汇集成了论文集《中国古典舞评说集》正式出版
，并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2008年，中国汉唐古典舞人才培养模式，被国家人事部、财政部、教育部、文化部评为“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实验区”。
2009年汉唐古典舞教研室建设“以文化型教学为主导，完善汉唐古典舞教学体系”被北京市教委评为
教学二等奖。
2009年他又获得中国舞蹈家协会颁发的“卓越贡献奖”。
2009年，孙颖先生创作的舞蹈《群伎献艺》在北京市舞蹈大赛中，荣获创作、表演、灯光、服装设计
等五项一等奖。
孙颖先生的艺术创作有大型舞剧《炎黄祭》、《龙族风韵》、《寻根述祖普华风》、《铜雀伎》，为
中国舞蹈界开辟了新境地。
他创作的汉唐古典舞蹈《踏歌》、《楚腰》、《谢公屐》、《小破阵》已成为北京舞蹈学院优秀的教
学保留剧目。
他还为多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唐明皇》、《三国演义》、《司马迁》、《炎黄始祖》等编舞。
孙颖先生虽然经历了北大荒劳动改造21年的苦难岁月，但他无怨无悔，辛勤耕耘，无私奉献，为了中
国的舞蹈事业他放弃了美国的绿卡，放弃了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悠闲生活，全身心地履行着教书育
人的神圣职责，为了中国舞蹈教育事业，他选择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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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策”与“术”
第一章  人生拐点
一、人生一驿站——收容所
二、第一课
三、“流”学北大荒——发配兴凯湖
四、“凶”肆虐
五、荣升大班长
六、落难的将门之后
七、三人行必有我师
八、斯亦“孟尝”
九、紧急总动员
十、生死一夜
第二章  文教队记事
一、调入文教队
二、飞回的天鹅
三、梨园耆宿
四、路在何方
五、刨根问底
第三章  更下一层楼
一、横扫“牛鬼蛇神”
二、乔迁之“祸”
三、双刀“老五”
四、秘密收徒
五、一脚定乾坤
六、烧窑
七、割麦之舞
八、拉化肥
九、补工资的罪孽
十、淋巴肿瘤
十一、陪斗
十二、文化沙漠
十三、就医哈尔滨
十四、黎明前的黑暗
第四章  重返舞坛
一、人间冷暖有谁知
二、处女作《铜雀伎》
三、难寻“立锥”之地
四、“逃之夭夭”——移民关利坚
五、时来运转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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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到四班后学习的“第一课”，便是交代罪行和错误，也因此又结识了一些文化界、艺术界
的“同学”，有诗人、画家、演员、歌唱家、工程师、医生以及哲学家和记者，临时指定的班长是北
京市公安局《公安报》的主编孙儒。
这些秀才混在小偷、流氓、地痞之间，依然清晰地带有着各自的书卷气质：有的心如古井沉默不语；
有的依然激扬狂傲；有的玩世不恭，举止言谈满含讽嘲意味，似乎对什么都不在乎；也有的愁眉苦脸
忧心忡忡。
大家都盘膝坐在通铺上，挨个儿坦白交代。
 “我是‘右派’⋯⋯”既不说罪行也不说错误。
 “我是言论方面的错误⋯⋯”这个承认了是错误。
 “我在帮党整风中提了一些意见，态度不够端正有点傲，作为有十几年党龄的老党员嘛，是不应该的
，不，是不可原谅的⋯⋯”这位的坦白交代，不仅在腔调上是一副首长做报告的派头，而且藏头露尾
似是而非地玩起了狡辩之士的语言技巧！
老党员的资格一亮，令人觉得此公实在不该进看守所的监房里坦白交代；还有的表情凝重，猛给自己
扣大帽子，但你听下去，他却又在大帽子之下狡黠地溜走了；还有的雷声大雨点小，把清滴之水夸为
湖海江河。
这帮负罪文人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我这个同类看来，都不能掩饰他们心中的迷惘和焦灼，全都
难以无视于身陷囹圄已是囚徒这样一个铁的现实。
从昨日的社会地位、职业、荣誉一落千丈，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难以承受的重压。
然而又因为一个四班，便有七八个这样的人，也多少冲淡了与小偷流氓为伍的屈辱感和失落感，一种
同为沦落人的怅然心境，透过眉宇眼神间巧妙隐约地相互传递，形成了互致鼓励互送安慰的暖流。
俗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成之为“类”，成之为“群”，也就不觉孤单和凄凉了。
 在监狱“学习”，有许多纪律，譬如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串通“案情”，不准窥测摸底，而且号召揭
发检举不法行为、不法活动，于是就浮出了一些急于立功，赚取信任的“积极分子”，裁缝就是突出
的一位。
他瞄准了“右派”，认为抓“右派”的碴，拿这帮人立功十拿九稳。
 “‘右派’分子是政治犯，哦，你们犯的事叫罪行，是敌我矛盾，阿拉‘搂花叶’，人民内部矛盾，
我要是教养一年，你们就得三年，三年也少了，最少五年！
不信？
走着瞧，你⋯⋯你瞪我干吗？
当过处长也没用，到这儿跟我一样，你还不如我！
哎，哎，‘右派’分子，反革命政治犯⋯⋯” 裁缝，身高不足五尺——向高里说，瘦小枯干还有点鸡
胸，枣核脑袋没脖子，一头稀拉拉的黄头发，脑门下边长着一对眨巴不停的眯缝眼，说起话来总歪斜
着脑袋，两眼瞟地，从来不看对方的脸面，大约是仰头看人有点费劲。
自从人监编到四班，他便成了一个异常活跃的人物，在坦白会上，他绘声绘色地交代了如何为女顾客
量衣服尺寸时，量到胸围摸乳房，量到臀围摸屁股，一共摸过多少个，以及摸到一位又高又大的胖女
人，挨了一顿嘴巴还被拉到派出所的“花案案情”。
每到会间休息，他便要攻击或者教训一通“右派”分子，只要有两个“右派”在一起说话，他必然凑
过去伸长耳朵监听。
不知是谁想出的办法，趁去厕所的机会，交流关于处理“右派”的政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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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孙颖是我的难友，也是我的良师，又是近五十年相濡以沫的夫妻。
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整理他的回忆录时，不禁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很多孙颖的朋友也许会奇怪，我怎么会是他的难友呢？
    1957年，当时我还是一个16岁的高三学生，因为经常和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学生奚纹参加舞会，后
因奚纹被打成“右派”学生，判了15年徒刑，我呢，被当成她的同伙，抓到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专处
理重大现行反革命)，审了15天后，因审不出什么“现行反革命”行为，草率地把我送了劳动教养。
    到了收容所，需要填写“案由”。
公安干部问我犯的是什么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写，经其他人的“指点”，让我写上了“跳阿飞舞”
。
我实在感到非常委屈，因为我当时连交际舞都不会跳，更不知道什么是阿飞舞了。
我参加舞会只是因为在乐队拉手风琴。
    我被公安局抓走后，我的父亲焦急万分，到派出所去问为什么？
警察告诉我的父亲：“你的女儿因为有资产阶级思想，需要送到北大荒去改造。
”    在北大荒，我和孙颖在文教队相识。
相同的遭遇，命运驱使哥个天涯沦落人走到了一起。
1963年，我们结为夫妻。
我们不但一起经历了生活上的艰辛，更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侮辱和歧视，直至1978年返回北京。
    20多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
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回北京后开始到公安局上访，得到的答复是，20多年前的事了，档案都找不着了
！
后来，我只好每天寄一封信给上访办公室，叙述我的冤情，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直至有一天，北大荒的难友聚会，北影导演巴鸿告诉我，被判15年的奚纹已经平反。
这更增加了我上访的信心，在座的还有一位是公安局改正的“右派”孙儒，当我向他说明我的遭遇后
，他答应帮我看看，找找档案。
    一个月以后，果然在公安局找到了我的档案，我的案由是：    一、参加没有组织的流氓集团。
  (既然无组织，怎么又成了集团？
)    二、骗吃骗喝。
  (当时我记得，审讯人员问我，  “你们在外面吃饭，都是谁付钱啊？
”因为我最小，大多数都是我哥哥他们大人付钱！
)    三、跳阿飞舞。
  (我只拉手风琴，不会也没跳过阿飞舞！
)    20多年后，公安局认为，这三条理由确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1981年6月26日(历时24年)北京市公安局的改正通知书正式下达，同时把我和两个孩子的户口都迁回
了北京，当时北京舞蹈学院还以孙颖在北大荒已成家，应在当地安排为由，不给解决户口，不让他回
舞蹈学院。
    回想起来，在我刚刚认识孙颖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无知无忧的青年，孙颖鼓励我，一定要利用空余
时间，多学些古典文学，学一种民族乐器，不要浪费光阴，给我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使我受益匪浅
，并奋斗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
    我从一个对英语一窍不通的高中生，回来后38岁开始自学英语，三年后成为北京市政协的英文翻译
，1990年成为美国通用电气工业集团传感与测量公司的总经理，这与孙颖对我的帮助分不开。
    在那暗无天日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延续十年)，我和孙颖都被扫入了“黑五类”，我失去了活下
去的勇气，看不见希望，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以逃避现实。
是孙颖含着泪，给了我活下去的理由，赋予了我第二次生命。
    孙颖是我的良师、挚友，又是我心目中最最崇拜、最最爱的人。
他热爱舞蹈事业，孜孜不倦地从历史资料中汲取知识，从地下发掘出的文物中引发他的想象力，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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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创作源泉。
他的艺术才华在他的舞剧《铜雀伪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遗憾的是，我们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以后，各自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作为他的妻子，我对他的生活
，关心呵护甚微；对他的事业没有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缺乏沟通和交流。
万万没想到，这竞成为我余生的永远不能弥补的亏欠和永远不能宽恕自己的过错。
在他离世后，我痛不欲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恍惚之际，心中涌出数语，聊表哀恸：    痴凝空幻心无依．    悲切凄凉撼苍天。
    痛悔待君多独断，    呜咽难弥往日歉。
    在对“夕阳无限好”的理解上，我和他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他认为，舞蹈事业是他的生命，他要利
用他的“夕阳”为中国古典舞做更多的事；而我错误地认为：我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该颐养
天年了。
    孙颖他把物质、金钱看得很轻，淡泊名利。
他有着他自己的苦乐观、价值观。
干事业，再苦再难，在所不惜，反而视之为乐。
在((铜雀恸的后期排练中，他已痰中有血，右胸呼吸时有疼痛感。
我劝他去看病，他坚决不去，直到演出后，去了医院，被诊断出晚期肺癌。
    由于他的为人正直、善良，无私的爱心，以及他对中国古典舞执著地追求和对舞蹈事业的酷爱，使
他的每一个学生都对他无比地崇敬和爱戴，因此在他患病住院期间，那么多的学生，从全国各地来看
望他，轮流守护在他的病榻前，直至他停止呼吸。
    孙颖遗留下来很多的手稿。
在我们整理的这本回忆录中，他对2001年以后所发生的事，并没有写完。
在这期间，他的事业得到了北京舞蹈学院的大力支持，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这有待于我们对他的
其他文稿整理后再出版续集。
    我在此，首先向舞蹈学院王传亮书记、李续院长、明文军副院长和王国宾前院长以及各级各部门的
领导、古典舞系主任王伟老师和汉唐古典舞教研室的邓文英、史博、王芳、郑璐、杜乐、佐果、乔耸
、侯文靖等诸位老师，以及天津音乐学院的王茔等各位老师、重庆大学舞蹈系的吴骏、赵倩等各位老
师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相信孙颖老师的在天之灵。
一定会得到安慰。
    这本回忆录的出版，我再次向他的难友杜高、王宏韬先生表示感谢，同时对所有关心他的舞运班、
舞研班的同窗好友吴竹女士和其他同事、同仁再一次地表示谢意。
我相信孙颖在冥冥天国一定会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深爱他的妻子秦幼璧    2010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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